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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冷链物流信息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信息管理系统、信息采集设备、信息汇集、存储以及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产品及其相关企业的冷链物流信息采集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838  水产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指南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9768  信息技术射频识别 800/900MHz空中接口协议 

GB/T 35412  托盘共用系统电子标签（RFID）应用规范 

GB/T 36080  条码技术在农产品冷链物流过程中的应用规范 

GB/T 36088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物流 cold chain logistics 

采用低温控制的方式，确保水产品从接收、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到消费者的各个环

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以保证水产品质量，减少损耗的物流活动。 

[来源：GB/T 28577—2012, 3.4, 有修改]  

3.2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 cold chain logistic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对冷链物流（3.1）信息进行采集和管理的活动。 

4 信息管理系统要求 

4.1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应完整记录冷链物流接收、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物流

环节关键信息。信息管理系统应包含各子环节的信息管理子系统，确保产品在冷链物流过程

中信息可追溯。 

4.2 信息管理系统应配备信息采集设备，实时、准确、可靠、完整、连续采集冷链物流中

各环节的基础信息和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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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息管理系统应具备异常报警功能。冷链物流操作不当或环境异常时，应及时预警并

对异常情况进行记录。 

4.4 信息管理系统出现故障时，应采用人工记录方式采集基础信息和利用温湿度记录仪记

录环境信息，并将信息与产品共同传递。 

4.5 信息管理系统应利用电子标签（RFID）或条码标识产品和设备信息。RFID 应符合 GB/T 

35412 的要求，产品条码应符合 GB/T 36080 的要求。  

4.6 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储存、传输和共享应符合 GB/T 36088 的要求。 

5 信息采集设备 

5.1  基础信息采集设备 

5.1.1 设备要求 

硬件设备由 RFID、手持终端（PDA）或安装 APP 的手机构成。设备应满足 RFID 识别

技术或条码识别技术进行物流基础信息采集的要求。 

5.1.2 设备性能 

RFID 应符合 GB/T 29768 的规定，PDA、手机应与工作环境相适应。 

5.1.3 标签位置 

5.1.3.1  对于生产车间、冷库、冷藏车、冷柜等冷链物流设备，应将其基本信息制成 RFID

或条码，贴在明显的位置。当使用设备时，利用专门 PDA 或手机 APP 扫描信息并上传至信

息管理系统； 

5.1.3.2  对于产品，同一批次的产品携带一个带有产品信息的 RFID 或条码，RFID 应置于

明显处便于识别，在同一批次产品分开时，根据分散程度制作相同数量的 RFID 或条码用于

产品标识。RFID 或条码贴于产品外包装表面，每个物流环节完成后，及时将信息录入并上

传至信息管理系统； 

5.2 环境信息采集设备 

5.2.1 设备要求 

硬件设备由温湿度传感器和信息采集模块构成。 

5.2.2 设备性能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应为-50 ℃～50 ℃，测量精度应为±1 ℃；湿度传感器，测量范

围应为0 %～100 % RH，测量精度应为±5 % RH。温湿度传感器应定期送有资质的机构进行

检验。 

5.2.3 测温点位置 

5.2.3.1  接收前环境信息采集 

对于鲜活水产品环境信息可直接调用水产品养殖环境信息，对于冷冻水产品环境信息应

调用运输设备记录的环境信息。获取数据后及时上传至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没有温度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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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应按照GB/T 19838进行危害分析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能接收，检验信息也应及时上传

至信息管理系统。 

5.2.3.2  加工车间测温点 

传感器应安装在距离加工位 300 mm 左右，加工过程中不能触碰传感器。记录时间间隔

不应超过 10 min。 

5.2.3.3  冷库测温点 

传感器应安装在冷风机回液管侧，冷风机下方 200 mm 出风口处；冷风机回汽侧，冷风

机下方 200 mm 回风口处；冷库门（排管库房）距离顶部中间位置，距离墙壁 100 mm～150 

mm 处；每 600 m2对角线焦点为中心，距离顶部 200 mm 处。记录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30 min。 

5.2.3.4  装卸区测温点 

传感器应安装在装卸区中心和出口的位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5 min。 

5.2.3.5  冷藏车测温点 

9.6 m 以下车型传感器应安装于冷风机的回风口正下方，箱体后部距后门 800 mm 处。

9.6 m 及以上车型温度传感器宜安装于冷风机的回风口正下方，距箱体前部 1/3 位置、距箱

体前部 2/3 位置，箱体后部距后门 800 mm 处。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高度应为装货线向上 30 

mm，保证满货状态下不接触货物。记录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 min。 

5.2.3.6  冷柜测温点 

传感器应安装在冷柜中心和出风口的位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0 min。 

6 信息汇集、存储及管理 

6.1 信息采集内容 

6.1.1 接收信息 

接收信息应包含： 

a）产品基本信息：产品的名称、品种、产地、规格、重量、存储条件、安全标识等； 

b）产品品质信息：质检报告及相关证书，遇疫情等特殊情况还应根据需要提供报关单、

检验检疫证书或核酸检测报告、外包装消毒证明等； 

c）接收前环境信息：储存和运输原料的环境温湿度等。 

6.1.2 加工信息 

加工信息应包含：  

a）产品加工信息：生产厂家、生产时间、加工车间、加工班次、加工工艺参数、产品

包装等； 

b）加工环境信息：车间温湿度等。 

6.1.3 仓储信息 

仓储信息应包含： 

a）仓库基本信息：仓库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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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产品入库信息：产品保质期、入库时间、存储位置、数量、入库人员等； 

c）产品出库信息：产品出库时间、数量、出库人员等； 

d）仓储环境信息：冷库的温湿度等。 

6.1.4 运输信息 

运输信息应包含： 

a）车辆基本信息：车辆编号、车牌号、车型、制冷方式、司机姓名、健康证明等； 

b）运输产品信息：产品数量、交货日期、装卸货时间、装卸货人、地点等； 

c）运输车行驶信息：车辆车速、油耗及运行车辆路径等； 

d）运输环境信息：冷藏车和装卸点的温湿度等。 

6.1.5 销售信息 

销售信息应包含： 

a）销售点基本信息：销售点名称、位置、联系方式等； 

b）销售产品信息：产品数量、到货日期、保质期、销售时间、销售人员等； 

c）销售环境信息：冷柜温湿度等。 

6.2 信息采集要求 

信息采集应符合以下要求： 

a）冷链物流基础信息应用RFID或条码进行采集； 

b）冷链物流环境信息应用温湿度传感器进行采集； 

c）运输车位置和路径信息应采用卫星定位系统进行采集； 

d）若某些环节已有相关监控平台，也可直接调用平台的相关数据； 

6.3 信息存储要求 

信息存储应符合以下要求： 

a）存储介质包括存储数据和云平台； 

b）信息涉及保密信息的，需进行加密处理； 

c）对数据进行定期备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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